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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在全面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背景下,深入研究保护地内乡村聚落的发

展特征对聚落整合重构与保护地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。以汉中市为例,运用核密度分析、地
理探测器及基于AHP的综合评价法研究秦巴山区自然保护地内乡村聚落的分布特征、驱动因素

及发展差异,并依据其差异对保护地进行分类,以期为保护地内乡村聚落的整合与重构提供指导。
结果表明:1)从分布特征来看,各保护地内乡村聚落的分布极其不均衡,其核密度均值高达0.082
个·km-2,低至0.002个·km-2;2)从分布驱动因素来看,聚落分布受耕地资源的驱动作用最大,
其次为地形位指数、高程、总人口等;3)从发展水平来看,同一保护地乡村聚落的发展水平差别不显

著,但各保护地间发展差异明显,总体呈现“中部平原高、南北山区低”的空间格局;4)从分类结果来

看,依据乡村聚落的综合发展特征将保护地分为“H-H型、H-L型、L-H型、L-L型”等4种类型,分

别占总数的12.5%、23.5%、8.3%、44.4%。研究可为自然保护地乡村聚落整合与重构提供理论

支撑与政策建议,对保护地协调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。
关键词:自然保护地;乡村聚落;发展特征;分类;空间重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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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Inthecontextofcomprehensivelyestablishingaprotectedareasystemwithnational
parksasthemainbody,anintensivestudyofthe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sofruralsettlements
innaturereservesplaysanimportantrolein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settlementandrecon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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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ructionofsettlementsand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naturereserves.TakingHanzhong
Cityasanexample,thekerneldensityanalysis,geodetectorandcomprehensiveevaluationmeth-
odareusedtoconductaresearchonthe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ruralsettlements,distribu-
tionfactorsanddevelopmentdifferences,whichisaimedatprovidingguidancefortheintegration
andreconstructionofruralsettlementsinnaturereserves.Theresultsshowthat:1)Fromthe
perspectiveofdistribution,therearesignificantdifferencesonthedistributionandscaleofrural
settlementsinnaturalprotections.Theaveragenuclearsecretvaluerangesfrom0.002perkm-2

to0.082perkm-2;2)Fromtheperspectiveofdistributeddriverfactors,settlementdistribution
ismostdrivenbycultivation,followedbytheterrainindex,altitude,totalpopulation,etc;3)
Fromtheperspectiveofdevelopment,thedifferenceinthedevelopmentofallruralsettlementsin
oneprotectionisnotsignificant,butthereisanobviousdifferenceindevelopmentofsettlements
ineachnaturalreserves.Thelevelofdevelopmentofruralsettlementishighincentralplainand
lowinthenorthandsouth;4)Fromtheperspectiveofclassificationresults,accordingtothe
comprehensive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sofruralsettlements,thenaturereservesaredivided
intofourtypes:“H-H,H-L,L-H,andL-L”,andaccountingfor12.5%,23.5%,8.3%and
44.4%.Thestudymayprovideatheoreticalsupportandpolicyrecommendationsfortheintegra-
tionandreconstructionofruralsettlementsinnaturereserves,andithasapromotioneffecton
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naturereserves.
Keywords:naturereserve;ruralsettlement;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s;categorize;spatialre-

construction

 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,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

的自然保护地体系。该重大举措在推进保护地空间

优化的同时,也对保护地内乡村聚落与自然保护地

的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。乡村聚落与自然环境

相伴而生,随着早期自然保护地的划定,大量乡村聚

落被划入自然保护地范围[1]。而后,乡村聚落人类

活动强度不断提升,导致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破坏

严重、生境破碎化、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[2]。
研究表明,乡村聚落的发展状态和特征对自然保护

地政策制定、整合优化、生态保护、环境治理等方面

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[3-4]。亟需研究自然保护地在

乡村聚落的本底条件、产业发展、交通区位等显性特

征支配下的隐性发展规律,为进一步制定自然保护

地整合优化、生态环境保护、乡村聚落可持续发展等

相关政策提供有益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支持。这在当

前生态文明的发展格局下,对落实国家乡村振兴的

发展策略,强化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环境保护,促进保

护地精准治理,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。
秦巴山区位于我国中西部,以陕南地区为主体,

该区域自然保护地数量庞大且类型多样,在我国生

态安全中占据重要地位。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使秦

巴山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差异极大,造成了聚落

分布与发展水平不均衡等问题,根据乡村聚落的空

间分异特征开展保护地分类研究有助于促进聚落整

合与重构,对保护地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。
乡村聚落地理研究有利于推进聚落重构、优化

乡村空间格局,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道路探索

的重要参考内容。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起步于19世

纪,国外学者 Meitzen初步提出了聚落地理学的理

论基础[5],Demangeon区分了乡村聚落的类型并分

析其形成与自然、社会等条件的关系[6]。近年来,国
外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趋于多学科融合,研究范式的

人文社会趋向也逐渐明显[7-8]。在国内,吴传钧首次

以“市镇度”衡量聚落的发展程度[9];李裕瑞等[10]研

究了黄淮海地区的乡村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格局,并
划分了区域乡村发展类型。既有研究成果不仅涵盖

省域、市域、县域等不同行政区划范围,还包括特殊

地理位置、复杂地形地貌、生态环境脆弱区等[11-14]。
在针对自然保护地内乡村聚落开展的地理研究中,
罗光杰等[15]运用GIS技术和景观指数分析方法,分
析了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梯

度效应;孟令冉等[16]研究了山东省泗水县山丘生态

保护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,探讨泗水县乡村聚

落格局优化方向;钱者东等[17]综合分析了鹞落坪自

然保护区乡村聚落规模、形态、分布特征,探索各类

因素对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;李阳兵等[18]研究

了茂兰保护区1963—2015年聚落空间分布与动态

演变。但此类研究多以单一自然保护地或某一特定

地貌的生态保护区为研究对象,而对于包含高山、丘
陵和平原等,地形地貌丰富且环境复杂多样的重要

生态功能区展开的综合研究还相对较少。因此,本
文以秦巴山区汉中市为例,探究自然保护地内乡村

聚落发展特征并对保护地予以分类,以期为促进自

然保护地与乡村聚落协调发展提供有益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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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研究区概况

汉中市位于陕西省南部,北依秦岭,南屏巴山,
中部为汉中平原,是秦巴地区的典型代表区域。汉

中市总面积2.72万平方公里,总人口385万,森林

覆盖率达51.2%,植被覆盖率56%,林地面积居陕

西省第一。汉中市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我国生态保

护、水源涵养、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方面发挥重要作

用,其境内目前设有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、湿地公

园、地质公园4类自然保护地共24个,其中国家级

自然保护地16个(见图1)。在地形、气候、水文、人
口等多重因素影响下,秦巴山区自然保护地乡村聚

落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,正面临景观破碎化、孤岛

化、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严重问题。

图1 汉中市自然保护地地理位置分布

Fig.1 LocationofnaturalprotectioninHanzhong
注:此图基于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审图号为陕S(2021)023的标准地图制作,底图无修改。

2 材料与方法

2.1 数据来源

本研究的行政边界矢量数据来自于中国基础地

理信息数据库库(http://www.ngcc.cn);乡村聚落斑

块由GoogleEarth高清遥感影像提取房屋斑块,再借

助ArcGIS斑块聚合工具获取;DEM数据来源于地理

空间数据库据云平台(http://www.gscloud.cn);整
合后的自然保护地空间数据来源于国家林草局西北

调查规划设计院;交通区位相关数据来源于高德地图

等电子地图导航(http://www.amap.com);人口、产
业发展等经济社会数据来自汉中市重点区县、乡镇总

体规划数据库及实地调研;研究通过对影像地图的研

判,结合对秦巴山区现状常住人口资料及对部分乡村

聚落的实地调研,得到了乡村聚落第一手研究数据。

2.2 研究方法

2.2.1 核密度分析

核密度分析(kerneldensity)是计算点、面要素

测量值在指定邻域范围内单位密度的工具,运用该

方法能够直观地反应自然保护地内乡村聚落的地域

分布 差 异,从 而 识 别 不 同 保 护 地 的 村 庄 分 布 特

征[19],计算公式为:

f(x)= 1
nh2∑

n

i=1
k x-xi

h
(1)

式中:f(x)代表x所在位置的核密度大小;n为观测

个数;h为样带宽度;|x-xi|为样本点x 与时间点

xi间距离的绝对值。

2.2.2 地理探测器

地理探测器(geodetector)是探测空间分异性及

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种统计学方法,包含分异及因子

探测、交互作用探测、风险区探测、生态探测在内的

4种探测方式[20]。本文采用分异及因子探测研究

乡村聚落分布影响因素Xi对核密度Y 空间分异的

作用情况,其计算公式为:

q=1- 1
Nσ2∑

L

h=1
Nhσ2h (2)

式中:q为自变量X 对因变量Y 的空间分异解释强

度指标;N 为全区单元总个数;Nh为层h 单元个数;

σ2 和σ2h 分别代表Y 值的总体方差和在h 层内的方

差。该计算式中q的值域为[0,1],q所得结果代表

Xi对Y 的解释程度为q×100%,因此,q越接近于

1,则Xi对Y 的解释程度强,反之越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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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3 基于AHP的乡村聚落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法

在对汉中市自然保护地进行实地调研和问卷收

集整理的基础上构建聚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,采
用AHP法和专家打分法确定各指标权重,共邀请8
位专家对指标依次做重要性判断,并构造判断矩阵。
然后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,得出随机一致性比率为

0.0107(小于0.05),表明各层指标均通过一致性检

验。计算得到各指标层的权重值,结果见表1。

表1 保护地内乡村聚落发展状态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

Tab.1 Evaluationindexsystemandweightsof
developmentsituationofruralsettlementsinnaturalprotection

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方向

自然

保护

地乡

村聚

落发

展水

平

本底

条件

交通

区位

村庄

规模

产业

发展

基础

设施

条件

海拔高度x11/m 0.040 -
平均坡度x12/(°) 0.067 -
地形位指数x13 0.065 -

距县城时间x21/h 0.068 -
距县城交通指数x22 0.087 -
距乡镇时间x23/h 0.025 -

距乡镇交通指数x24 0.044 -
村民户数x31/户 0.140 +

建设用地面积x32/m2 0.030 +
户均用地规模x33/hm2 0.063 +

耕地面积x41/hm2 0.046 +
旅游业发展状况x42 0.060 +
工矿业发展状况x43 0.052 +
经济作物x44/hm2 0.043 +
供水条件x51/% 0.078 +
改厕情况x52/% 0.017 +
教育条件x53/% 0.050 +
通信条件x54/% 0.025 +

  判定汉中市保护地内乡村聚落的各项指标得分

后,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[21],并利用公式(3)计算

各乡村聚落的最终得分。

W(n)=∑
ij

Xijx*
ij(n) (3)

式中:Xij为指标体系中第i个准则层中第j 个指标

的权重;x*
ij 为村庄第i个准则层中第j 个指标所对

应归一化后得分。

3 结果与分析

3.1 自然保护地内乡村聚落分布特征

借助ArcGIS以10km为最优搜索半径对汉中

市自然保护地内乡村聚落进行核密度分析(图2),
得出各保护地内乡村聚落的分布情况。聚落分布越

密集,则集聚程度越强,反之越弱。
结果表明:①乡村聚落集聚特征呈现明显差异。

位于汉中盆地东缘的洋县朱鹮自然保护区聚落集聚

最强,平均核密度为0.082个·km-2,呈集中连块

分布;宁强汉水源湿地公园、西乡牧马河湿地公园乡

村聚落聚集程度均次强,沿河流呈带状分布;位于汉

中市南、北两端秦巴山脉的南郑区黎坪国家森林公

园、黎坪国家地质公园,西乡县米仓山自然保护区、
略阳宝峰山自然保护区聚落集聚程度较强,呈小规

模团装分布;此外,共9个自然保护地乡村聚落集聚

较弱,7个自然保护地现状无村庄。②秦巴山区

66.7%的自然保护地内现状仅有极少聚落或已无聚

落分布,乡村聚落重点分布在剩余33.3%的保护

地。这主要由于秦巴山区地势起伏程度高、资源分

布不均导致。对于高山地区,恶劣的地理条件与相

图2 汉中市自然保护地乡村聚落核密度分布

Fig.2 KerneldensityofnaturalprotectioninHanzhong
注:此图基于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审图号为陕S(2021)023的标准地图制作,底图无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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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匮乏的资源为居民生产生活造成极大不便,聚落难

以稳定发展;坡度的增加加剧了水土流失,严重影响

聚落耕地质量与生存环境;因此,位于秦巴高山地区

的保护地内乡村聚落集聚程度大多较弱,聚落数量

少、面积较小且布局分散。相比之下,汉中中部平原

地势平坦,以汉江为干流的水资源促进了乡村聚落的

形成与发展,同时,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汉中平原地

区对周边低发展地区的人口吸引作用较强,人口数量

与聚落规模随之增加,往往呈大面积高集聚分布。

3.2 自然保护地内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影响因素

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异离不开多重因素叠加影

响,探析保护地内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

素能够揭示聚落演变的动力机制,为保护地合理分

类提供依据。参考研究乡村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相

关文献[22-23],研究结果表明地形条件、区位条件和

社会经济情况是影响聚落分布的3类重要因素。因

此,本文选取高程(X1)、坡度(X2)、地形位指数

(X3)3个自然要素,距县城距离(X4)、距乡镇距离

(X5)2个区位要素,总人口(X6)、耕地面积(X7)、人
工集体商品林(X8)3个社会经济要素探究其对聚落

核密度的驱动作用。利用ArcGIS分析工具将保护地

分割成500m×500m渔网,经栅格数据叠加分析、缓
冲区分析等方式获取X1~X8基础数据,借助自然断点

法将结果转换为类型量并输入GeoDetector获取分异

及因子探测结果(表2),各因素均对乡村聚落的分布均

有显著驱动作用(P<0.01)。

表2 汉中市保护地内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影响因子探测结果

Tab.2 Resultsofinfluencefactordetectoronspatialdistributionofsettlementsinnaturalprotection
因子 X1 X2 X3 X4 X5 X6 X7 X8

q 0.21651 0.09703 0.23432 0.13621 0.12857 0.18899 0.70799 0.17787

  对乡村聚落布局影响最显著的分异因子为耕地

面积(X7),其q值高达0.708,影响程度次之的包括

地形位指数(X3)、高程(X1)、总人口(X6)、人工集

体商品林 面 积(X8),q 值 分 别 为0.234、0.217、

0.189、0.178,其余因素影响水平相对较低,各因素

水平与保护地乡村聚落布情况见图3。研究区乡村

聚落的分布主要受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因素共同影

响,其中耕地资源对聚落分布的驱动作用显著高于

其他因素,反映出保护地内聚落与耕地极强的依赖

关系,聚落趋向于分布在耕地条件优良的低海拔、低
坡度地区。秦巴山区地形差异明显,高程、地形位指

数等自然因素限定了居民生活的便捷性及生产条件

的优劣;聚落多位于地势相对平缓的地带,因此坡度

探测结果不显著。保护地多位于生态保护价值高的

湿地、森林、河谷等地区,大多位置偏远,导致区位条

件对保护地内乡村聚落布局的影响较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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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亩≈666.667m2。
图3 各因素与保护地乡村聚落分布关系

Fig.3 Relationshipbetweenvariousfactorsandruralsettlementsinnaturalreserve
注:此图基于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审图号为陕S(2021)023的标准地图制作,底图无修改。

3.3 自然保护地内乡村聚落发展差异

选取汉中市24个自然保护地内的乡村聚落共367
处,利用基于AHP的乡村聚落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法所得

出的聚落发展水平最终得分结果,并将结果导入ArcGIS,
使用自然断点法将聚落划分为成长型、稳定型、停滞型、缓
退型、衰退型等5种类型,各保护地聚落发展水平见表3。

表3 保护地内乡村聚落各发展类型数量及占比情况

Tab.3 Quantityandaccountingofvariousdevelopmenttypesofruralsettlementsinnaturalprotection

保护地
成长发展型 稳定发展型 停滞发展型 缓退发展型 衰退发展型

数量/个 占比 数量/个 占比 数量/个 占比 数量/个 占比 数量/个 占比

黎坪国家森林公园 / / 3 12.5% 2 8.3% 10 41.7% 9 37.5%
黎坪国家地质公园 / / 1 7.1% 4 28.6% 8 57.1% 1 7.1%
龙头山森林公园 / / / / 1 33.3% 2 66.6% / /

镇巴苗寨森林公园 / / / / 2 66.6% 1 33.3% / /
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9 21.6% 69 51.5% 33 24.6% 3 2.2% / /

宁强汉水源国家湿地公园 1 2.8% 12 34.3% 17 48.6% 5 14.3% / /
牢固关森林公园 / / / / 1 25% 3 75% / /

青木川国家自然保护区 / / / / 1 25% 3 75% / /
宝峰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/ / / / / / 3 12.5% 21 87.5%

米仓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/ / 4 10.8% 1 2.7% 14 37.8% 18 48.6%
牧马河国家湿地公园 / / / / 26 100% / / / /

汉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2 6.9% 11 37.9% 6 20.7% 9 31.0% 1 3.4%
天台国家级森林公园 / / / / / / 2 100% / /
紫柏山国家森林公园 / / / / / / 1 20.0% 4 80.0%

摩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/ / / / / / 1 50.0% 1 50.0%
观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/ / / / / / 9 64.3% 5 35.7%
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/ / / / / / 4 57.1% 3 42.9%

注:现状7个无乡村聚落的自然保护地不列在本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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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选取聚落数量多于15的保护地绘制乡村聚落

发展类型分布图(图4)。

图4 各保护地乡村聚落发展类型分布情况

Fig.4 Distributionofruralsettlementdevelopment
innaturalprotection

结果表明:①同一保护地乡村聚落发展水平差

别较小,但各保护地间聚落发展差异显著;②保护地

内稳定型乡村聚落占比最大,其后依次为停滞型、缓
退型、衰退型、成长型;③处于高山地区的乡村聚落

发展滞后较为严重;④巨大的地形、资源差异导致保

护地聚落发展不均衡,发展水平呈现“中部平原高、

南北山区低”的空间格局。乡村聚落发展水平与地

形、海拔、地势起伏度、自然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,高
山地区地势陡峭、区位偏远、交通不便,极大程度上

限制了乡村聚落的发展,而平原地区地势平坦且资

源相对丰富,聚落综合发展水平较高。保护地层面

分析,成长发展型聚落主要分布于地势相对平坦的

朱鹮保护区、汉水源湿地公园、汉江湿地保护区,其
聚落总体发展水平较高;其余保护地大多处于高山

地区,其内部乡村聚落主要呈停滞、缓退与衰退发展

水平,说明恶劣的地理条件严重隔绝了聚落发展。

3.4 自然保护地分类研究

利用乡村聚落的核密度及综合发展水平计算结

果,对保护地开展分类研究。将核密度与发展水平

计算结果的均值作为标准分为高、低两级,把“聚集

程度 发展水平”划分结果对应到所在保护地,则保

护地可划分为双高(H-H)、集聚高发展低(H-L)、集
聚低发展高(L-H)、双低(L-L)等4种类型(见图

5)。各类保护地数量由多至少依次为L-L型、H-L
型、H-H型、L-H型,分别占总数的44.4%、23.5%、

12.5%、8.3%。

图5 自然保护地乡村聚落分布 发展综合情况

Fig.5 Distribution-Developmentsituationofruralsettlementsinnaturalprotection 

  双低型保护地占比最大,表明秦巴山区自然保

护地整体处于聚落集聚程度低且发展水平较差

的状态。

L-L型保护地不论在地理条件或自然资源方面

均处劣势,这不但限制聚落的发展,也加剧了青年人

口外移,其内部乡村聚落布局分散且发展几近停滞,
聚落随时间推移与社会的发展逐渐消解。H-L型

保护地大多位于地理条件较差的高山地区,聚落规

模较小且布局散乱,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高。此

类保护地内的乡村聚落受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

较大,青年人口流失严重,存在聚落空心化现象,也
有部分居民(多为老人)由于情感依托选择留在原

处。H-H型保护地综合发展状态最优,丰富的自然

资源、良好的自然条件和优越的区域位置促进了双

高型自然保护地内部乡村聚落的发展,典型代表为

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L-H型保护地数量最少,
往往邻近乡镇,位置较为特殊且具有一定的资源、地
理优势,保护地内部聚落的发展受到周边区域带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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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讨论与结论

4.1 讨 论

我国当前正处于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进程中,
应重点建立保护与发展间关系的协调机制[24]。位

于保护地内部的乡村聚落与保护地共生共存,两者

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影响保护成效、居民生计,更与

当前生态文明发展格局、乡村振兴发展策略息息相

关,根据保护地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聚落重构

方案有助于促进保护地协调发展,是当前迫切需要

研究的问题。乡村聚落发展水平是识别聚落发展特

征、规律、空间演变动力机制的科学依据,有助于保

护地类型划分,从而精准推动聚落整合与重构,促进

保护与发展协调。
为了精准治理保护地内乡村聚落、有效减少协

调与发展矛盾,现结合本文研究结果浅析四类保护

地的乡村聚落整合治理方案。保护地内聚落集聚明

显且发展状态较优者,应结合当地产业特色、风土人

情制定适当的发展模式,使其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

前提下适当发展。由本文研究结果可知,聚落集聚

明显但发展状态较差的保护地往往位处秦巴高山地

区,当地综合条件对聚落发展的限制较大,适宜采取

生态搬迁的方式进行治理,以增强保护地生态连通

性。聚落较少但发展状态良好的保护地多具有区位

或自然资源等优势,聚落的发展受到周边带动,需采

取聚落“应搬尽搬”的整合重构策略,就近选择保护

地周边发展水平良好的大村落、乡镇作为迁入地,对
迁入地进行综合整治与极化发展,实现以小代大的

乡村聚落联动振兴[4]。聚落稀少且发展较差的保护

地往往区位偏僻、社会经济条件落后、聚落多呈空心

化,应将重点放在提升生态环境。
然而,本文尚囿于静态研究阶段,尚需深入探索

重要生态功能区内的自然保护地乡村聚落在长时序

内的动态演变过程,以探寻乡村聚落长期发展规律。
同时还需进一步将聚落发展与保护地的生态环境保

护、乡村振兴政策相联系,以便提出保护地内乡村振

兴和生态环境保治理的科学建议。

4.2 结 论

本文运用核密度分析、地理探测器及综合评价

法研究了秦巴山区保护地内乡村聚落发展差异,探
究了乡村聚落分布格局、影响因素与发展差异。主

要研究结论见如下。

1)受地形地貌、社会资源等条件限制,秦巴山

区自然保护地内乡村聚落的数量及分布情况具有明

显差异,其核密度均值高达0.082个·km-2,低至

0.002个·km-2。

2)聚落分布受耕地因素影响最大,其次为地形

位指数、高程、人口规模等。

3)同一保护地内各乡村聚落发展水平差别较

小,但各保护地间发展差异明显,发展水平总体呈现

“中部平原高、南北山区低”的空间格局。

4)通过保护地乡村聚落集聚及发展综合情况

将保护地分为H-H、H-L、L-H、L-L等4类,分别占

总数的12.5%、23.5%、8.3%、44.4%。该文能够

为促进保护地结构调整、协调保护与发展关系提供

有益的理论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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